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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 計畫名稱  

The design behind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貳、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建築設計方法、劉惠芳 

參、前言 

建築設計方法顧名思義是一種指引，一種帶領建築設計的方法學，引領設計者進行

系統性流程的建築設計策略，屬於建築及都市設計系的基礎課程。過去建築教育未有設

計方法課程，多利用建築設計課程，以單一設計主題(如住宅設計、商場百貨或校園設

計)讓學生摸索建築設計方法，讓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運用其個人空間經驗及案例分

析，進行空間創作基礎，進而發展成為其建築設計作品。因此傳統的建築設計課程著重

於帶領學生修正並提升其空間經驗(動線與機能)之可能性，並重視學生繪圖練習與表

現，並透過小組教學方式提升師生互動，讓學生能將設計構想藉由建築繪圖工具、觀念

與技藝及圖面的表達，完成建築設計。 

然而，建築設計不等於建築設計方法! 傳統建築設計未能有系統的帶領學生總覽設

計方法學全貌並進行實例操作。復以，當代學生受到多媒體與海量資訊刺激，傳統課程

與教授方法容易產生學生專注力不佳，影響教學成效。因此，如何透過更活潑的教學設

計創造學生學習興趣與熱情，並開拓學生認識系統性的設計方法學領域，為本課程的重

要課題。 

此外，建築設計方法作為建築設計思考的基礎工具，配合系上課程安排更動，在大

學一年級開課，期能讓學生在進入建築專業進階訓練之前，先建立其基礎脈絡，了解設

計方法及可能性後再利用心象實體交互映證，傳達空間特質與表現能力。目前，建築設

計方法與建築設計都在大學一年級同步開設，因此學生在學習建築方法同時，也將面對

建築設計課程要求，將大腦中空間設計思維，透過摸索中的設計方法進行。在過去多年

的教學現場常發現，大多數學生未有空間設計經驗，即便有少數學生受過素描或彩繪等

繪圖訓練，但總體而言對三度空間設計及其方法，均為初學者。而且要將三度空間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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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化為二度空間的建築圖面語彙是個--如同學習新技能般的--全新的挑戰。許多學生

會在這樣建築設計摸索過程中感到挫敗；甚至在尚未產生興趣與熱情前，便萌生退意，

認定自己不適合建築系，進而採取消極的學習方式，甚至選擇退學或休學。因此，如何

透過「建築設計方法」課程搭配「建築設計」課程的進度與需求，一方面給予學生全面

性的總覽，另一方面讓學生得以在「建築設計」課程中落實設計方法與概念，其後再利

用心象實體交互映證，傳達空間設計與表達能力，亦為本課程的另一重大挑戰。 

「建築設計方法」作為建築及都市設計系的基礎課程，除了設計方法知識地圖的建

構外，亦應協助同學建立設計思維能力或特定的設計思維習慣及空間表達能力。因此本

課程將依其思維類型性質系統性，以「觀察體驗、寫生」、及「操作」策略，並建築設

計方法，落實空間構思，讓學生透過親身體驗培養對於空間感知與空間設計的興趣。並

在課程中逐步建構自我設計認知，認識什麼叫好的空間，進一步培養空間設計尺度掌握

的能力、紀錄空間並轉化為圖面的能力，進而達成靈活運用各種設計方法作為設計思考

與表達的能力。 

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本計畫將於課程內導入「閱讀觀察體驗與寫生」、「實際操作」並與「建築設計課程

結合」三項作為，試圖改變過去建築設計課程從基本機能泡泡圖、發展設計構想與基本

設計圖的練習及臨摹建築設計方法的授課方式，讓學生從大師經典建築作品的「閱讀體

驗」開始，透過空間與想像關係的探索、建築寫生等體驗方式，喚醒學生對於空間設計

感知的能力與興趣，並擇定校園附近空間為「實物操作」，帶領學生進行多維度設計思

考。 

此外，「建築設計方法」作為「建築設計」操作思維工具，本課程將引導學生發展

新設計思維邏輯，進一步將將空間創意進行轉換，而非過去經驗的一再複製與輸出，亦

非不同空間機能泡泡圖的重新排列組合；因此本課程將結合「建築設計（二）」的課

程，教導學生依其設計發想，嘗試發展不同空間設計思維，最後將設計成果具體的以建

築圖學語言產出。 

本學期受疫情影響，原計畫實作課程改以邀請講師級學長姐分享設計方法方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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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且說明是否達到申請時所期之學習目標與預期成效） 

 一、生活空間觀察與寫生(學生作品摘要整理如附件四) 

帶領學生走讀美軍眷舍及 URS21M 及文大校園讓學生體驗空間中特點及寫生，指出

空間魅力亟待改善之處與原因。學生藉由空間觀察體驗及寫生，進一步理解空間尺度及

空間氛圍塑造元素。學生從觀察與寫生過程必須反思空間的精彩與待改善之處，將觀察

練習帶入生活細節。 

二、經典大師作品分析與臨摹 

指定經典大師作品，讓學生於寒假期間進行作品臨摹，製作大師建築圖面及模型，

學期開始進一步讓學生將大師作品中的設計手法進一步改造居住生活空間。課程中進一

步引導學生練習概念圖繪製，並將大師作品進行轉化設計。針對這一部分許多學生未如

前一議題表現突出，許多學生也表示，不容易操作。 

三、配合建築設計(二)課程進行仿生設計 

讓學生進行陽明山地景觀查，進一步說明仿生設計原理及可能操作手法。藉由課堂

說明仿生設計案例與手法，使學生有機會配合建築設計(二)課程進行操作，並於期末期

初檢視報告(學生檢視報告請參閱附件四)。 

四、邀請業師及學長姐分享設計方法 

因疫情影響，實體課程配合調整。邀請業師及畢業學長姐進行遠端設計分法分享，

重果出乎意料地受到學生的歡迎(調查情形於下一小節說明)。學長姐分享到設計概念的

轉化與生活中觀察，對學生來說是很容易入門的操作手法。本議題操作經驗可做為未來

課程規劃的參考。 

五、期末問卷調查顯示，空間走讀觀察及學長姐分享對設計方法學習對學生而言最有感 

針對本學期各教學主題設計，透過學期末問卷調查，了解學生學習狀況。本課程修

習人數 54 人，問卷填答人數 36，作答人數達 67%。調查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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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顯示學生對學長姐經驗分享(27.8%)、空間觀察走讀與寫生(19.4%)及大師作品轉化

(16.7)印象最為深刻。 

 

學長姐經驗分享似乎是學生學習很重要的仿效對象，這一點超出原課程設計預期，未

來應可考量加強不同年級間的設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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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閱讀是翻轉教學中重要的特徵與內涵，看來學生亦同意課前適量閱讀有利於課程

進行，未來將把此部分納入課程設計考量。 

 

本學期期中報告採分組報告方式進行，在教學現場發現各組有勞逸不均的狀況，因此

期末報告改為個人報告方式進行。問卷結果顯示，多數學生也認為個人報告可以促成

較好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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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題設計主要為了解問答者的出情形，以了解問卷的可信度。問卷結果顯示作答學

生多數為全勤(58.3%)或爾而缺課(33.3%)，出席率低的作答者約占 8.3%。 

 

看來仍有學生對設計方法不熟悉，不過這是可預期的；畢竟建築設計是需要花上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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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才會漸入佳境。針對學生反映聽不懂的部分，後續將加強課程中的互動與溝

通。 

 

陸、結論 

本計畫執行，從學生平時作品與期中期末報告看來，教學成果有具體成效，然，仍

有諸多值得進一步探究與深入操作的環節，諸如環境觀察測繪與寫生是否有機會更進一

步與建築設計設課程結合，讓觀察寫生有進一步操作空間設計的可能性。 

本學期讓學生在做空間觀察與寫生的時，發現學生有能力指出空間的優缺點及氛圍

營造，但進一步空間規模尺度的認識(諸如階梯級深級寬等細微尺度關係)仍未涉略，此

節可以在未來的課程中進一步引導學生進行觀察測繪。 

此外，在設計概念轉化上，許多學生也面臨困難。多數學生可以進行細部觀察及描

繪，但在轉化為空間設計上，仍需要進一步引導；這樣的引導需要生活體驗及大量案例

與經驗分享討論。本學期因疫情取消的實作課程改以邀請業師及學長界分享的方式，意

外獲得學生的共鳴，經課後與學生訪談了解，主因是看得見足跡可供追尋，另一部分也

因為學長姐分享概念轉化操作手法，本經驗將作為後續教學課綱調整的重要參考。 

另外，本課程整學期中有十多位學生幾乎未曾出席，經交叉比對，這十多位學生與

建築設計(二)高缺席學生名單高度吻合，顯示有相當比例的學生在建築設計學習上呈現

較消極的態度。如何提高學生的出席率及出席學生的參與率，也是未來教學現場待解決

的議題。 

整體而言，透過期中及期末報告及設計課程的表現，可以看到學生在設計方法上的

進步。但受疫情遠距教學影響，學習成效也相當程度打上折扣，如何因應遠距教學可能

帶來的負面衝擊，也是各課程亟需迎接的挑戰。 

 

 



附件 1 

 

8 

 

柒、執行計畫活動與相關作品照片 

1.美軍眷舍/URS21M 走讀 

 

 

2.大師作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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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演講及學長姐分享 

線上分享照片 
內容說明(每張 20

字內) 

 

 

介紹設計過程所

觀察到的事物 

 

 

畢業後進入到不

同事務所吸收到

的經歷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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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公部門所經

歷舉辦過的活動

相關案子介紹 

 

 

工作內容介紹 

 

部分參與人員合

影 

 

邀請大五學長姐

分享設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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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概念轉化

為設計 

 

設計概念轉化 

 

如何將概念轉化

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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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過程圖面繪

製案例 

 

設計過程工具 

 

概念模作為設計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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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活中發現靈

感 

 

捌、附件 

一、因應疫情調整後之課程課綱 

二、建築設計(二)陽明山學仿生設計題目:向土地學習 

三、寒假經典大師作品臨摹作業 

四、學生期中與期末作業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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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02 建築系 1 L422 建築設計方法 

 

課程說明: 

 

「建築設計方法」作為建築及都市設計系的基礎課程，除了設計方法知識地圖的建構外，亦應協助

同學建立「空間理解」、「設計思維能力或特定的設計思維習慣」及「空間創作與表達能力」。因

此本課程將依其思維類型性質系統性，以「閱讀觀察體驗與寫生」、及「實物操作」策略，將設計

方法拆分三個階段進行； 

 

1. 第一階段利用經典建築空間閱讀及空間經驗採集喚醒與強化學生對於三度空間的理解與感知能

力。帶領學生進行經典建築作品閱讀，及建築空間寫生，進行經驗空間指認。透過經典空間進

行建築寫生，指認在生長經驗中曾經過的類似環境因子經驗。以過去生活的空間經驗作為學習

工具，以身體的感官進行空間的探索，建立學生的空間理解、感知力與空間美學。 

2. 第二階段為「實際操作」階段，介紹各種設計方法程序，帶領學生操作虛實與介面空間，探討

不同設計手法的可能性。 

3. 第三階段，將配合「建築設計（二）」的課程進度，教導學生在進行建築設計訓練過程中，運

用各種不同的設計方法及媒材，梳理其空間創作概念，並以建築圖學專業圖面語言表達。讓學

生從不同的空間題材中逐漸注入空間環境的體驗，創作思想的成形與表現，藉以建立系統化的

認識與瞭解並練習系統化的創作方法思維 

4. 配合疫情遠距授課，邀請業師及大五學長姐進行設計分法分享。 

 

教學大綱： 

 

階段 週次 日期 教  學  主  題 備註 

1 1 02/25 課程規劃說明導讀及選課注意事項說明  

2 
2 03/04 閱讀經典大師作品的N種方法:模型與圖像操作(1) 1.作業延伸

操作 

2.校外教學-

3/18 3/25 觀

察寫生作為

設計方法 

3 03/11 閱讀經典大師作品的N種方法:模型與圖像操作(2) 

3 4 03/18 1.空間計畫:生活經驗觀察與閱讀(1) 

2.介紹弗朗西斯·凱雷 

5 03/25 1.空間計畫:生活經驗觀察與閱讀(2) 

2.校園環境體驗觀察走讀 

3. 觀看大五評圖 

4 6 04/01 配合「建築設計（二）」的課程進行「介面 / 材

料」探討及第一階段成果檢視 

期初作業 

 7 04/08 春節(學校放假日)  

 8 04/15 配合「建築設計（二）」的課程介紹仿生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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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4/22 介面與虛實空間操作/虛實法則與構想培養  

5 10 04/29 場所感與空間規劃規劃工具-模式語彙與diagram圖繪

製 

 

11 05/06 場所感與空間規劃工具-泡泡圖 

設計程序介紹:斷面先行/平面先行/模型先行 

 

12 05/13 校園及山仔后地區環境體驗觀察走讀(3) 期中報告 

13 05/20 1.配合「建築設計（二）」的課程進行-陽明山生活

地景重塑-老屋新可能 

2.邀請業師分享有觀點的生活與設計 

 

14 05/27 設計改變社會—一切從非典思考開始 

15 06/03 端午節(放假日) 

16 06/10 學期回顧及學長姐設計方法分享 期末報告 

17 06/17 期末作業與報告  

18 06/24 期末考週/期末報告  

評分方式及比重：課堂參與及出席 20%、平時作業 20%、三階段報告各 20% 

 

平時作業：(佔 20%)校外教學報告及隨堂作業上傳至課輔系統 

  

期初作業與報告：(佔 20%) 

1. 經典建築空間閱讀及空間經驗採集成果 

2. 延伸空間想像 

3. 10 分鐘簡報 

4. 簡報檔案上傳至課輔系統 

 

期中作業與報告：(佔20%) 

介面與虛實空間操作與基地分析Diagram 

 

期末作業與報告：(佔 20%) 

1. 老屋空間採集成果 

2. 建築設計限制與轉機探討 

3. 10 分鐘簡報 

4. 簡報檔案上傳至課輔系統 

 

 

參考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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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築的法則-101 個看懂建築，讓生活空間更好的黃金法則》：馬修．佛德烈克，原點，2009 

年。 

2. 《建築語言&法則》 

3. 《藝術的意義-美學思考的關鍵課題》 

4. 田調作為方法 

 

參考書籍: 

1. 《建築為何重要》：保羅˙高柏格，大家出版，2013 年 01 月。  

2. 《當代建築的靈光》：吉耶˙德布赫，原點出版，2012 年 03 月。  

3.  《現代設計進行式 Designing Design》：原研哉，磐築創意，2010 年 07 月 

4.  《空間詩學》：加斯東．巴謝拉，張老師文化出版，2003 年 07 月。  

5.  《世界是設計》：奧托．艾舍，木馬文化，2014 年 04 月。  

6.  《建築與人生 Bricks & Mortals》：湯姆．威金森(Tom Wilkinson)，馬可孛羅文化，2015 年 07 

月。  

7.  《建築的語言》：Andrea Simitch & Val Warke，大雁文化，2015 年 05 月。  

8.  《建築的故事》：Patrick Nuttgens，木馬文化，2001 年 09 月。  

9. 《看不見的城市》：伊塔羅˙卡爾維諾，時報出版，1993 年 11 月。  

10. 《城市的意象 The Image of the City》：Kevin Lynch，遠流出版，2014 年 09 月。  

11. 《讀建築 How Architecture Works ：a Humanist’s Toolkit》：Witold Rybczynski，貓頭鷹出版 社，

2016 年 08 月。  

12. 《設計的法則》：威廉˙立德威等著，原點出版，2011 年 01 月。  

13. 《空間的意念-與建築大師的對話》：陳志春，博雅書屋，2011 年 04 月。 

14. 《教育的慾望--美意識創造未來》：原研哉，雄獅美術，2013 年 12 月  

15. 《設計力創新》：羅伯托˙維甘提，馬可孛羅，2011 年 03 月。  

16. 《Wabi-Sabi：給設計者、生活家的日式美學基礎》：李歐納˙科仁，行人文化，2011。  

17. 《原來設計是一種品味》：TOMOKO UJI，商周出版，2013。  

18. 《為真實世界設計》：維克多˙巴巴納克，五南，2013。  

19. 《閱讀設計的 13 個關鍵課題 Hello World, Where Design Meets Life》：艾莉絲˙羅斯隆，遠流出

版， 201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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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建築設計(二)陽明山學仿生設計題目:向土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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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地學習  

⽣活地景-臺灣是全世界土地異質性最高的國家之一，在最短距

離與最小範圍內有最多的生活地景空間（郭城孟，2019）。人類數百年來在這

塊土地所延續的歷史文化、生活脈絡與記憶等，加上圍繞在周遭的地理景觀及

社會經濟，加以引導堆疊成的空間記憶與信仰，形成所謂的「生活地景」（黃翠

芬、黃承令，2011；鍾依倫、周融駿，2020）。在這塊土地上，由先民與自然

環境共同生活，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發展出不同的產業與生活型態，因應生

活所需的建築與地景自然而然的與環境融合成為「生活地景」，即使是在國家公

園範圍內，亦應針對各空間單元在地圖上清楚標示其區位，並考量該地資源豐

度及重點保育物種等，繪製成「生活地景單元」（郭城孟，2019）。本次設計題

目以陽明山(因疫情影響得經設計老師同意改以住家周邊)為田野，分別以自然

資源與人文（建築）發展出兩個主題，第一個階段將由學生透過次級資料搜

集、實際調查、專家學者訪談方式，了解國家公園的地質、地形、 原生生物的

特色與特性，並將這些特性轉化為建築設計的發展概念進行「仿生設計」

（Bionics design）。 

 

⼀、議題｜ 

1. 向⾃然學習、向原⽣學習 

2. Case Study 

3.仿⽣設計 

4.設計構造化、真實化 

⼆、訓練⽬標｜ 

透過次級實際調查、資料搜集、專家學者訪談⽅式，了解陽明⼭（或住

家周邊）的地質、地形、 原⽣⽣物、動物等的特⾊與特性，並將這些特性轉

化為建築設計的發展概念進⾏「仿⽣設計」（Bionics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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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週間與⽬標｜ 

 學習週次 階段成果 訓練⽬標 作業內容/基本要求 

 0411  1. 環境觀察 

2. 環境與調查紀錄 

 

請針對陽明⼭（或住家周邊）的⽣物（動

物、植物）、地形、地質等⽣活地景進⾏

觀察與紀錄。 
 0418 期中考週 

 0425 第二次設計發題 

1. 環境觀察 

2. 環境與調查紀錄 

3. 仿⽣設計案例研

究 

 

1. 早上 9 點前繳交 A1 ⼤⼩版⾯（以素

描⽅式繪製 10 種（可⾃由選擇⽣活地

景、動物、植物、地形、地質…），每

種需有 1 張 20 公分乘 20 公分的整體

紀錄圖及 2 張細部構造或特性圖） 

2. 確認仿⽣設計可發展對象 

3. 調查仿⽣設計對象特⾊與特性資料

（請以專業的書籍、期刊為主） 

4. 請搜尋跟⾃⼰仿⽣設計對象類似的仿

⽣設計案例進⾏研究（3 個），須包含

分析⽅式、設計發展過程、最後成果 

 0502  

1. 特⾊與特性觀察 

2. 特⾊與特性描繪

與紀錄 

3. 仿⽣設計 

1. 仿⽣設計調查對象素描(5 張)、特⾊與

細部紀錄圖、基礎知識、分析圖說、

細部構造（10 張） 

2. 仿⽣對象特性抽離概念圖、概念模型

（各 2 個）（模型需⼤於 20*20*20） 

3. 展⽰仿⽣對象空間設計概念發展（⾃

⾏假設基地）（平⾯、立⾯、剖⾯） 

 0509  

1. 仿⽣對象特性抽離概念圖、概念模型

（模型需⼤於 20*20*20）  

2. 展⽰仿⽣對象空間設計概念發展（仿

⽣設計與真實空間結合之可能性）（平

⾯、立⾯、剖⾯） 

 0516 
分析與調查結

果、評圖 

 1. 調查對象基本資料版⾯ 

2. 發展歷程紀錄版⾯ 

3. 仿⽣對象特性抽離概念圖、概念模型 

4.  展⽰仿⽣對象特性空間設計平⾯、立

⾯、剖⾯（1:10） 

5. 展⽰仿⽣對象特性空間設計模型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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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組名單 Studio｜ 

指導老師 

Instructor 

學⽣名單 

Student 

林敬哲 姚佑芯 ⽅靖懿 李昕儒 黃彥霖 林苙凱 夏健荃 詹 勍 

黃⼠瑋 邵信安 王義文 陳  瑜 劉郁珊 李東儒 丁煜宸  

鄭⼈豪 何品甫 陳文翌 吳   奐 陳名倫 江佳穎 王姵慈 

林祐新 陳楷蓉 顏宇葳 林俊錡 管若庭楊東澄梁志超 趙鐿珣 

杜念融 林展毅 宋苗⽲ 陳奕愷 陳緣爾 彭振陽 蔡明勳 

許志帆 李⼼樣 王⼦⾢ 陳岷錩 韓采薇 楊善全 王之寬 

蔡麗秋 蔡承恩 何宇喬 李孟軒呂柏榆 呂錦樺 陳旻礽 

杜立筠 陳宇蓁 楊汶翰 ⽥舜仁李侑儒 季家逸 蕭駿盛 

劉秉鑫 林⼤為 賴芷蓉 童祐鼎孫芷筠 楊宗達 楊明桐 

陳盈⽵ 沈冠妤張芝榕 楊家勝紀澔柔 黃俊哲 黃勁銓 

三、指定閱讀書⽬與參訪地點 

1. ⽥野敲敲⾨：現地研究基本功｜作者：洪伯⾢等｜國立臺灣⼤學出版中⼼ 

2. 陽明實驗⼭屋 https://www.facebook.com/Y.M.Mountain.Lab/ 

四、設計課程出席率與評圖資格： 

1. 未到課超過 2 次者，將不得參與該次評圖，當次評圖成績不及格。(特殊情況者須

提 供有效之證明，並由老師開會討論決議可否參與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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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圖未到者或未符合題⽬單所要求之內容(如圖⾯張數不⾜，模型沒做完等)者，將

不得參與該次評圖，當次評圖成績不及格。  

3. 未完成之圖⾯(如未上墨等)、單線圖及不符合規定之圖⾯(如僅有文字等)，皆不得

計入點圖之數量，請注意題⽬單及評圖公告之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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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寒假經典大師作品臨摹作業 

  



2022/6/17

1

大師住宅作品臨摹

• 請「手工」組裝製作1/200比例尺「以上」之
實體建築模型

• 模型包含底座長度+寬度不得小於100cm(建築
模型長度+寬度不得小於80cm)

• 。
• 另請準備一張A1版面，介紹選擇案例之建築
師、案件特色、時空背景等。

• 請自行進行相關製作資料之收集，（包含基
本圖面與外觀圖片）。

• 評圖時間：20220221

#01. 
Robie House 
(Frank Lloyd Wright, 1910)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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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2.
Schröder House 
(Gerrit Rietveld, 1924)

#03.
Villa Stein(Le Corbusier, 1927)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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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5.
Villa Savoye
(Le Corbusier, 1931) 

#06.
Kaufmann Residence (Fallingwater) 
(Frank Lloyd Wright, 1939)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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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Farnsworth House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1951)

#10.
Villa Shodhan
(Le Corbusier, 1956)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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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mith House 
(Richard Meier, 1967)

#13. 
House VI 
(Peter Eisenman, 1975)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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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asa Rotonda
(Mario Botta, 1982)

#19.
Maison Bordeaux(Rem Koolhaas/OMA, 1998)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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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House NA (藤本壯介
Sou Fujimoto, 2011)

#23.
Tokyo Apartment 
(藤本壯介 Sou Fujimoto, 2012)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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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學生期中與期末作業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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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仿生對象—水牛
建築系 1_陳岷錩_A923015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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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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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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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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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觀察筆記

1. 最放鬆的空間：圖書館原因：很安靜，而且可以挑個有陽光的位子坐下，放下手機看書，不會有人打
擾而產生一些焦慮。

2. 最NG的空間：大孝至學餐的柏油路原因：走在校園還要擔心有車子經過，動線也很怪，走到大孝還要
穿過一堆車子，讓人提心吊膽。

3. 最隱密的空間：圖書館的廁所原因：圖書館人比較沒有其他棟來的多人，且每層都有廁所，所以人更
少，廁所又在空間的角落，所以我覺得是最隱密的空間。

4. 圖書館窗邊可以看到山，讓人覺得心情很開闊，圖書館無法吃東西所以很少會有異味，聽到的是翻
書聲但偶爾會有惱人的打呼聲
走進校園後門，就可以感覺到門口與馬路的設計不良，例如斑馬線接到校門口，那個斑馬線很少有

人禮讓行人，我認為是後山往學校的方向路很陡導致車子看到人的反應很短，而且到校門口還要繞道側
門才是行人的入口，還有鐵製的柵欄，人還要跨過去，整個令人匪夷所思，如果不從側門行走就要與車
同行相當危險，往學餐的方向可以說情況更是糟糕，例如u字型的車道中間的樹木沒有高度限制，導致
走在那邊具有相當的危險性，因為車子完全看不到人，又或者走在吸菸區的那塊路上時不時又有計程車
出入，而且速度也不慢，然後台灣車子禮讓行人的習慣也沒有完全養成，安全性也是令人質疑，學餐旁
邊的停車場有個花台可以走下來，但又是整排的車子，動線設計彎彎區區的又或著根本沒有，導致我覺
得走在校園很大一部分體驗極差。

5走在校園是有點累人的是因很多的陡坡，時常可以看到有些蝴蝶或是鳥兒跟或是松鼠，路上一下是柏油
路面一下是石頭路又或者是泥巴路與木棧板，路面時常有不同的觸覺感受，幾個禮拜之前貨櫃屋櫻花開的
漂亮時，可以體會到季節的轉換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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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
築
設
計
方
法

何宇喬

ONE
「向土地學習」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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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動物、昆蟲 樹木、地形

基地假設

S：1/500

基地模型

參考圖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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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特性概念

概念模型

均衡與視覺調和 重複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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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概念模型

視覺廣闊性 重複

仿生對象特性空間設計模型

使用示意圖

瞭望台 S=1/10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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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到最後成果沒有堅強的概念支持，有點可惜。

⚫ 前面觀察跟分析的部分做的很細緻，但最後設計成
果有點突然，有點把前面分析的東西都忘掉了。

⚫ 可以多想想蜻蜓特性的獨特點如何轉化，單單重複
的六角形其實自然界有很多，想辦法再加強他的特
點。

⚫ 可以多運用量體，不要單單只是板。

評圖老師建議事項/調整

TWO
校園觀察練習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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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放鬆

給我的感受很安靜，有時候
一個人的時候會覺得整個空
間都是自己的，在建築系忙
碌的每一天，可以慢下來好
好喘口氣。

大孝8樓陽台

最NG

紅配綠的搭配真的不太能理
解，放在那不美觀也沒有實
際用處。

貨櫃屋

最隱密

就算是建築系的學生也不會
上去，極少人經過或注意。

大孝11樓

就以上三地點進行空間描述(有哪些特點?) 
大孝8樓陽台：開闊的、怡人的
貨櫃屋：無美感的、高彩度的
大孝11樓：寂靜的、光線不足的

就以上三地點進行身體體驗描述
大孝8樓陽台：感受風與自然的感覺。
貨櫃屋：無法進入。
大孝11樓：有點安靜的瘮人。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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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經驗

走上街頭(或走出房間)
進行8分鐘的觀察

記錄身體告訴你的各種訊息:
聲音/溫度/氣味/觸覺/質感

寫下讓你覺得好奇或奇怪的事情

01

02

03

能感受到炙熱的陽光照射在肌膚上，
空氣裡瀰漫的濕氣，
不斷的在身上披上一件又一件黏涕涕的汗水，
一呼一吸彷彿都能聞到滾燙的氣味，
愈加煩躁的心情，耳邊的心跳聲愈發強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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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方法期末報告

觀察分析作業一

向土地學習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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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陽明山生活地景觀察

胡麻花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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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概念轉換-胡麻花瓣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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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平面圖

1:10南立面圖

1:10北立面圖

B'

B

1:10 BB'剖面圖

1:10東立面圖

1:10西立面圖

第一階段評圖檢討

•概念轉化並沒有與原生物有太大區別
• 轉換過程太過簡化且每有將生物特性表現出來。更深入了解生物習性。

•不夠了解所要仿生的生物
• 從生長環境和生物特色多加觀察(不要只以外觀為主要仿生方式)

•空間運用上可再多加入實用性
• 空間上過於隨興以及較沒有帶入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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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分析作業二

校園觀察練習

•最放鬆-貨櫃屋旁邊的走道
• 風景宜人，能看到不同生物的活動

• 能聞到樹木的味道。風透過樹木吹拂過身體十分令人放鬆。

•最NG-游泳池的動線規劃

•最隱密-大孝館十樓在上去的樓梯間
• 較陰暗且比較少人靠近

• 陰暗且灰色調及陽光無法照射。沒有太多雜音可以在那邊思考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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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10558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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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脈絡可以但接下來要想如何將多種想法結合不要直接拼湊

➞採用各概念彼此有相關之元素做結合

⚫ ➞

地勢比較低的地方也比較遠，

所以平時不多人

NG

物很漂亮，夏天有樹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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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

➞

➞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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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方法
學生：李昕儒 B0254725

陽明山地景觀察

1

2



2022/6/20

2

概念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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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模

正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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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方法課程:陽明山觀察分析

建築一 B0254792 何品甫

陽明山生活地景觀察

基地藤蔓榕樹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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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概念發展

• 基地分析與轉化

• 多處有大空地，其中一面廢墟牆面有很多發展空間。

• 想給基地不要有更多負擔，作品希望能呈現較有機型的型態。

• 榕樹的攀爬效果，附著在基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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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草模照片

• 評圖老師建議事項

• 比較像裝置藝術，沒有機能
性，不太能與建築有連結。

• 沒有凸顯出榕樹的特徵，任
何一顆樹都有樹根。

• 榕樹形體要明確表示，其中
根性得破壞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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